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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岁月，镌刻荣光。
铁道游击队、海阳地雷战……这些响亮的名字，书写了齐鲁儿女对日本侵略者的

殊死决战；活捉王耀武、击毙张灵甫……这些英雄的战绩，彰显了人民解放军面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无畏……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解放军等武装力量，在枪林弹雨中抛头颅洒热血，在历史的丰碑
上镌刻下彪炳千秋的荣光。

百年百事之战役战斗，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追忆那些发生在齐
鲁大地上的英雄故事。

英勇无畏
烽火岁月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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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历史大事记
（上接第五版）9月 山东分局召开城市工作

会议，部署发动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人和群众，争
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

1945年
3月16日 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布《山东省婚

姻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
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
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了武装斗
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概括了党的三大
优良作风。山东作为八个代表团之一出席大会。会
后，山东分局号召全党认真学习七大文件，深入领
会会议精神，加强团结，改进作风，切实完成七大
规定的任务。

夏 自1944年春至1945年夏，山东抗日根据地
军民连续发起系列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和顽
军12万人，解放县城18座，解放区面积由1944年初
占山东津浦路以东地区的35%扩大到80%以上，胶
济路以南3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

8月13日 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第一个省政府。9月11日，八路军解放临
沂。9月21日，山东省政府和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等领导机关迁往临沂。

8月15日 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
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
书上签字。至此，持续十四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取得最后胜利。12月27日，驻山东日军代表在济南
省立图书馆正式签降。

8月16日 日本宣布投降后，鉴于日、伪军无
视八路军山东军区的通牒，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
东军区根据中央命令，将所属部队组成五路大军向
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截至9月底，
除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外，山东大部分
地区都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占领。到抗战结束
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毙、伤、俘日、伪军53万
余人，缴获各种枪21万余支、炮900多门及大量军
用物资。同时也付出巨大牺牲，山东抗日根据地及
冀鲁豫根据地山东部分仅平民伤亡即达600余万，
财产损失折合1937年币值（法币）约为847 . 65亿
元。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达到12 . 5万平
方公里，人口2400万，党员发展到20余万名。

9月29日 美军第七舰队五艘军舰驶抵烟台海
面。在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下，10月9日，美国第
七舰队分两批撤离烟台海域，驶向威海卫，企图在
威海登陆被阻止。10月30日，美舰离开威海卫。至
此，反对美军在烟台、威海登陆的斗争胜利结束。

10月15日 津浦前线指挥部在峄县成立，陈毅
兼任司令员，黎玉兼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鲁南、
鲁中军区部队和正在北上的新四军部队，组织津浦
路徐济段战役。战役于10月18日打响，到1946年1月
中旬结束，连同各地破路拔点作战，共歼灭国民党
军队5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打通津浦路向北
推进的计划。1946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津浦
前线指挥部，津浦前线野战军改称山东野战军，陈
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

10月24日 罗荣桓率机关一部由烟台渡海奔赴
东北。至12月上旬，山东军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将主力和基
干部队分三批由陆海两路相继调赴东北，共计约7
万人。同时，山东抽调6000余名干部奔赴东北。山
东主力部队及大批干部会同其他解放区的部队和干
部进入东北，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
内解放区的企图。

10月28日 新四军军部机关由江苏淮阴出发，
移往山东临沂。1946年7月5日，东江纵队到达烟台
港口，标志着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
战略部署圆满完成。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入鲁，极大
地加强了党在山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为阻击国民党
军北犯、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月 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成立，饶漱石任书
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机关设在临沂。华东局
成立后，原山东分局所辖的胶东、渤海、鲁中、鲁
南、滨海区党委直属华东局领导。各区党委的同级
政、军组织，仍由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领导。

1946年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

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
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9月1日，华东局发出
《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一场空前的、
大规模的群众性土地改革运动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展
开。此前，从1945年冬到1946年5月，山东解放区在
1 . 8万个新收复村庄进行以反奸诉苦、清算汉奸和
恶霸地主为中心的反奸清算运动，在3万个村庄进
行以减租和增资为中心的减租减息运动。到1946年
12月，经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
山东解放区共从地主手中收回1964万亩土地。

6月26日 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
点，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全国内战
爆发。

6月下旬 鲁中、渤海、胶东军区部队发起胶
济路阻击战。阻击战至10月10日结束，歼敌1 . 2万
余人，粉碎国民党军队“半个月打通胶济路”的计
划，策应了新四军在苏中、淮北地区的作战。

8月 晋冀鲁豫野战军向驻守陇海铁路徐汴段
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歼敌1 . 6万余人。随后，
又相继发起定陶战役、巨野战役、鄄城战役，并收
复聊城，先后歼敌3 . 5万余人。

9月2日 山东省支援前线委员会成立，负责对
各级政府和支前机关部署支前任务，指导支前工
作。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9月至1949年10月，山东
先后有1106万人次支前，使用146 . 8万辆大小车、
76 . 5万头牲畜和43 . 3万副担架，将11亿斤粮食和大
批弹药、军需物资送往前线，把20 . 4万名伤员转移
到后方，同时动员了95万多人参军入伍。

12月15日 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发起宿北
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2 . 1万余人。这是山东、华
中两支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947年
1月2日至20日 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发起

鲁南战役，歼敌5 . 3万余人，开创人民军队在一次
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
先例，打乱国民党军队会攻临沂的战略计划，粉碎
其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进而各个击破的企图。

1月下旬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华
中分局并入华东局；成立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

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
和山东军区主力部队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至此，党实现了
在华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领导、经济上的统一开
支、军事上的统一指挥。

2月20日至23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
连同次要方向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俘获国民
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等高级将领，开创歼
灭敌集团军的先例，粉碎国民党南北会师侵占整个
山东的“鲁南会战”计划，胶东、渤海、鲁中3个
战略区再次连成一片。

3月 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
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
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国民党用于
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
45万人。

4月下旬 华东野战军发起泰（安）蒙（阴）
战役，歼敌3万余人。

5月13日至16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孟良崮战役，
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
部，计3 . 2万余人，击毙该师师长张灵甫，粉碎国民党
军的“鲁中决战”计划，重挫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
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军队内部，有力地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孟良崮战役中，蒙阴
县野店区烟庄村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
贞兰、公方莲等6名妇女，发动全村男女老幼为部队
当向导、送弹药、送粮草、烙煎饼、洗军衣、做军鞋、护
理伤病员等，被称为“沂蒙六姐妹”。

6月30日 华东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实施内
外线作战，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进攻行动相互配
合，打乱了国民党的战略部署，基本上粉碎了国民
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6月30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
个纵队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
万余人，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11日 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分为东西
兵团：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
及特种兵纵队，组成西兵团（外线兵团），挺进鲁
西南，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第二、第七、第九、第
十三纵队组成东兵团（内线兵团），继续在山东作
战，担负内线作战任务。

9月7日至9日 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西
兵团发起沙土集战役，歼敌近万人，从根本上扭转
外线出击初期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26日，华东野
战军西兵团越过陇海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9月 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发起胶东保卫战，历
时4个月，歼敌6 . 3万余人，收复胶东大片地区，最
终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从根本上改变山
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西兵团的作战。

10月 山东解放区开始进行整党运动，到1949
年春基本结束。这次整党的基本内容是开展“三
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
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整党，农村
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很大进
步，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10月至1948年3月 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驻
鲁机关和驻鲁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
动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
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
“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
要内容。新式整军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
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战术和技术的三大目的。

1948年
1月30日 中央军委决定：华东野战军东兵团

改称山东兵团，辖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以及渤
海纵队、鲁中纵队等部，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
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3月11日至22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周
（村）张（店）战役，歼敌3 . 8万余人，收复10余
座城镇，切断驻济南、潍县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
系，使鲁中和渤海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4月2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潍县战役，
歼敌4 . 6万余人，切断驻济南、青岛国民党军队之
间的联系，解放潍县及周围广大地区。

5月29日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津浦路中
段（兖州）战役，歼敌6 . 3万余人，解放泰安、曲
阜、宁阳、邹县、济宁等城镇，控制津浦路徐济段
大部分铁路线，使山东与冀鲁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7月17日 华东局决定将鲁中、鲁南两个区党
委合并，成立鲁中南区党委；鲁中、鲁南两个军区
合并，成立鲁中南军区。20日，省政府决定将鲁
中、鲁南两个行政区及滨海行政专区合并，成立鲁
中南行署。

7月 胶东区党委副书记金明率山东解放区
4000余名干部，到江汉、陕南、桐柏等地工作。12月25
日，华东局决定从山东解放区抽调1 . 5万名干部南
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至少有4万余名干部，先
后分9个批次，南下到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
贵州、四川、福建、云南、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市。

9月16日至24日 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歼敌10 . 4万余人（内有2万余人起义），俘获国民
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等
高级党政军人员。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攻克敌人
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
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由此揭开解
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9年
2月9日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华

东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
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
治委员。

3月5日至13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
开。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由
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25日至27日，山东分局召开
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为山东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奠定思想基础。

3月20日 山东分局重新成立。到年底，山东
分局下设胶东、渤海、鲁中南3个区党委，济南、
青岛、徐州、潍坊4个市委，淄博工矿特委；3个区
党委下辖15个地委、181个县（市、区）委。全省
有41478个基层党支部，党员达754123人。

3月30日 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及山东省参议会
驻会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山东省政府改称
山东省人民政府。

4月2日 山东军区成立，张云逸兼任山东军区
司令员，隶属华东军区领导。 （下转第七版）

之战役战斗

聊城保卫战
1937年11月19日，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

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通电全国，决心守土
抗战，标志着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守，范筑先
和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700余守城将
士壮烈殉国。图②为范筑先。

雷神庙战斗
1938年2月初，中共领导的山东人民抗

日救国军第三军攻下牟平伪县政府。日军派
兵增援，被我军在雷神庙痛击。雷神庙战斗
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图③为1938年
9月18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
支队在掖县沙河镇成立。

陆房突围战
1939年5月8日，日军向宁阳、肥城地区

推进，从四面逐步向第一一五师合围。第一
一五师师部等共计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在
陆房地区。经过一天一夜战斗，部队胜利突
围。图④为陆房战斗纪念碑。

铁道游击战
1940年2月下旬，鲁南铁道游击队成立。

游击队最多时达300多人，主要由铁路工人、
矿工组成。他们奋战在百里铁道线上，出没于
万顷微山湖中，运用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
展开浴血奋战。图⑤为铁道游击队纪念碑。

大青山突围战
1941年11月30日拂晓，中共中央山东分

局，省战工会，第一一五师机关、后勤单位
和抗大一分校校部及部分学员转移到大青山
时遭日伪军包围。经过浴血奋战，安全突
围。图①为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

海阳地雷战
1943年5月，海阳地雷战拉开序幕。抗

战期间，海阳涌现出于化虎、赵守福、孙玉
敏等全国民兵英雄。图⑥为海阳地雷战的民
兵进行训练。

莱芜战役
1947年2月底，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

战役，连同次要方向的作战，共歼敌7万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南北会师侵占整个
山东的“鲁南会战”图谋。图⑦为华野
战士与国民党军开展巷战。

孟良崮战役
1947年初，陈毅、粟裕带领华东野战

军在沂蒙山区寻找战机，于5月中旬全歼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
十四师，并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图⑧
为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行军。

鲁西南战役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

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人强渡黄
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揭
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图⑨为
鲁西南战役纪念馆。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

发起济南战役，歼敌10 . 4万余人（内有2
万余人起义）。图⑩为济南战役中，华
东野战军战士在攻城。

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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